
敦煌文獻韻文用韻研究綜雄

曹潔*

一、王梵志關周器研究

主梵志其人，史議事無載。據史學家的考證， f也是大致活動於初唐年代 e 作為一位通

倚詩人，其對作不受當時正說議書的限制，以告品總區的口語入韻，成了研究初唐時期

音韻的實質材料。 1 研究王梵志詩歌F語言黨的共有 5人多論文共4篇，具體情苦的日下:最早

研究三五詩用韻的是數!麗)11 (.王梵志問話詩的用韻> ) fg未歸納輯部，只列出諧頡諧。張鴻

魁仔梵志詩用韻考Hf?只列tI:l吉守主黨攏。最早作出分讀研究的都興富《至覺志詩用韻考)，

鮑耙王詩分成 25 個韻路，蔣委建j騁在他的聞名論文中也分t住了 25 部。個兩人聽齡韻部的

分合略有不同。另外劉荒草才、朦土功〈王梵志詩用韻研究H旋歸輯、分析王持用韻入

手，‘....進而考求出招磨時期北方認韻部的真實瑚親及釁讓款規尸，他們能結果是的部。

(一)輯部

一、都興會: 25 部

誰聲音員:支纜、最棋、皆椒、講黨、歌戈、家鄉、尤使七部;揚聲韻:東纜、

講、 、寒山、陽唐、 、皇宮添九部:入聲聾:單燭、覺鐸、黨輯、

月薛、背錫、職語、路麥、總拾、舍棄丸部。都氏在建立王詩的韻器系統時注意與〈廣

韻》拌上已較，使我們在了解其具體分部的同時對其在中古漢語音韻的雌性進辛苦了整體把

*黨支支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i 鞠於三E梵悉的生平實史學界據本達成共綴，認為他主要生活年代在初屑。但敦煌文獄中所存三百餘當王

梵志詩歌並拜金是主梵波、一人作晶:大部分是:正究志、本人所作 3 約有一部分是後人托其名游作。前入學

者在研究王梵志詩F惡毒草情況時，都是把五百餘首詩看成一11M繁體 3 激作初E彎時期吉奮發教科手假使用。本文

倚在對敵人研究成果作綜合性評介雙錄管學界對美梵志詩歌存有爭議，故仍沿襲前人做法 3 警H主疤三支梵

恣詩看作初廢話音材料的代袋。特此說明。

2 劉先豆才、陳云海:任梵志詩用畫畫的研究) ，繃州師範學院學聯(哲學社會科學如今第 4期(1996

頁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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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其分部tt較接控授譜育事實。

二、游冀騁: 25 部

陰聲韻:文纜、灰暗、魚懼、輔豪、歌戈、家騙、尤使七部;揚聲鼓:東江、踢

麗、翼文、寒輯、元的、庚腎、蒸登、侵尋、車路九音~ ;人聽韻:屋覺、藥鐸、觀麥、

昔銘、職德、質物、每末、丹薛、總錯九部。蔣氏的分部與都起略有不呵，具體體現在

幾100韻部的分合上:

1 、註(覺)龍的歸屬鴨題:都氏的東鑼部的括東、冬、鐘 p 江韻獨立組成江講部;轉

氏把江韻與東、冬、蘊含拼為東在部。考察劉氏和張氏的詩韻譜，江韻始將附設攝攝之

復習從未單擺出來褲。三五詩中以江韻入韻的只有五個最餌，其中通過攝押的有4制?估了

絕對比例。還有一倒是通芷若過縛。所以我們認為把江韻詩人東鱷器是可耘的。

時理，覺輯的歸屬1È.值得游榷。都民考查王韓中覺囂的字都與藥鐸合舟，覺韻歸入

藥鐸部;蔣考查覺與藥、鐸押韻的僅甫例，其餘都與「麗燭J 部押韻，覺靜、歸入東輯部。

兩人依樣的材料不筒，研得的結論也不胡同。我們參考二輯的報譜，發現並非如都民辦

說覺韻字權與藥鐸押韻;覺與崖囑押韻的有兩倒，與燭押韻的一倒 3 與;觸鐸、藥持蝦的

進各一鶴。它同時與兩部押韻，其歸歸不離簡單的把它畫tl歸哪輯:。但作為江的人聾，

覺韻歸入屋囑部較合燼。{fl覺韻己闊始從「鹿覺J 中分籬，並護衛與「藥鐸j接近。劉陳在

其韻部中提覽一分晨二，一部份歸昆燭，一部份歸藥鐸?即是一種語明 o

r 寒輯部(鵑末)是否與元伯吾吾合悴的問題:

蔣氏的寒經當事部括寒、扭，元仙部f嘉措元、醋、Ú.J、先、 {LIJ ;都氏把精者合為寒山

郁。聲氏考資王詩寒顯部與元始部的押韻，沒有發現棋譜。全錯詩中也是如此。二劉的

韻譜中也只見寒桓吾吾及元位諮內部同期，在黑的情說也沒有血現。 f盡管都氏認為初唐詩

元韻開給與魂痕類說離兩轉入寒山都是肯定的，但在王詩中沒有體現，我們支持把兩部

分開。

同理，為末雖未有與月醉部混鼎的飼子，把兩者合為一部位乎也沒有根據。作為寒

桓的入聾，寒租不與先仙相撮，品末也應與月蔣分罵。

五、劉雄才、凍土b功分錄:

陸聾藍藍;魚音~、文、皆、哈、麟、宵、歌、蘇 i 陽聲輯:東、勝、庚、育、蒸、

、闊、先、寒、侵、鹽、添;入韓輯:屋、韓、腸、鎮、職、德、寶、屑、品、輯、

合、葉。總的說來，他們的框架與都氏、蔣民大體相麓，只是分部更貓。比如把除聲韻

中的嚴韻鑼交出來雙陽聲韻的庚、腎、燕、發;入聲韻的戰、德、舍、藥;各自分成南

部。還有對於一些較難輯歸的韻，聽取了比較對中的辦法 2 如泣歸到東、踴兩部要元歸

到先、寒南部，覺歸入盟、釋爾部。連月韻的→部份都歸入搗部。但很乎太攝繁瑣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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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家對王梵志詩韻的分部，蔣氏最為準確。

(二)合韻:除了韻部劃分，王詩中還存在著大量合韻適押現象。

一、陰聲韻通押: 1 、流過通押:流攝尤侯部的唇音字大部份轉入過攝魚模部。 2 、 I上蟹

通押﹒劉氏和張氏的韻譜中都列出了通押的 5 例，其中平聲 3 例，仄聲 2 例。

二、陽(入)聾韻通押: 1 、通江相押:據劉麗川的考證: I江攝字共出現七吹，五吹與通

攝相押，二故與者攝相押J 3 0 2 、臻山遍押:元韻與元魂痕放在一起押韻，但在王詩中元

韻出現的兩吹都與仙韻適用。 3 、臻深通押:這是鼻音韻尾和唇音韻尾相押的例子。張氏

韻譜中共6例，平、入聲各3例。 4 、曾通過押:張氏韻譜中共4例，平聲、入聲各兩例。

5 、價者通押。 1 例。 6 、桓曾通押。 l例。 7 、通江者相押。 1 例。

二、敦煌變文及曲子詞用官員研究

變文是唐五代民間流行的一種說唱文學。由於是說唱的底本，比較接近當時的口

語，對我們研究當時的語音情況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對變文韻部做考察的有以下兩

人:

一、周大璞: 23 部

陰聲韻:支徵、灰H台、魚模、蕭豪、歌戈、家麻、尤侯七部;陽聲韻:東鐘、江

陽、真文、寒先、庚青、蒸登、侵尋、淡添八部;入聲韻:屋燭、覺鐸、質物、月薛、

昔錫、職德、緝拾、合葉八部。

二、周祖摸: 23 部

陰聲韻:歌部、麻部、哈部、之部、魚部、侯部、豪部七部;陽聲韻:東部、陽

部、庚部、蒸部、真部、寒部、侵部、車部八部;入聲韻:屋部、鐸部、陌部、職部、

質部、局部、緝部、合部八部。

兩人對於變文的分部，結論大體一致，只在陽麥部的歸屬問題上有所分歧:周大璞

根據變文的用韻把它歸併到覺鐸部，周祖護則歸到昔錫部，我們同意後者。原因正如蔣

冀騁 (1997) 中所說， I陽聲江陽唐為一部，庚耕清青為一部。庚耕未歸江陽，其相應入聲

白不應歸覺鐸。儘管入聾的變化不一定完全與陽聲相對應J 0 4 且昔錫作為清青的入聾，

按系統性原則陽麥也應與其歸併。另外，變文與王詩分部有三處不同，值得注意﹒ l 、

齊、齊、賽、祭四韻由灰暗部到支微部。 2 、江脫離東鐘，與陽唐合而為一。 3 、局末部

歸入月薛部。

3 劉麗川: <王梵志白話詩的用韻)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語盲文學系《語言論集〉編輯組:(語盲論紛第二輯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84 年，第 l 版) ，頁 141 。

4 蔣冀騁 (lli:代漢語音韻研究} (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7 年，第 l 版) ，頁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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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子調間樣是民閑文串的珍品?立的語育淳樸自然，保存了大麓的古代祖北口音，

也是我們研究的重要內容。學界對曲子詞用韻做研究的目前只有張金泉一人堅他分為 18

類並對路韓、喝聲額作了具體介紹，入聾3類從略: 1 、還類 02' 11:類。于盧額。 4 、蟹

額。 3 、痕類。 6 、寒類。 7 、黨類。 8 、歌類。 9 、麻類 010 、看類。 II 、環類。 12 、尤

類。 13 、侵類。 14 、建額。 15 、搖額。 16 、每類。 17 、鐸類。 18 、賄額。由於缺乏比較

頭，立曲子祠的分部與變文大致相呵，我們就把兩部分放在一起討論。!兩者的主要差別

在法: 1 、硬體合議。張氏合拂蒸登入攪顛，認為庚、輯、清、青、蒸、登過押。但燕、

登豆葉的情況在由于詞中只出現了一次，更別揖它與其它四韻攝押。張氏在曲子說韻字

表和韻譜中啦沒有強有力支持其觀點的設據。聽民認為張民把此南陽聲韻部合靜，是入

聲相對膺的結果。體「尤其在口語中，入韓的演變往往在揚聲變化之先J ' 5 曲子祠的口
語化程度較高，我們應充份尊重語育事實，不應掏泥於對應的系謊。間此我興同意聽氏

的觀點，將兩部分開為好。 2 、靡的歸屬問題。變文支微器{g括支脂之傲齊祭六體系多曲

子說此類比'Ë多了廢韻。變文中廢縷字並未入器， m周氏把它放在灰暗部中接及。由此

廢韻在盤文與曲子詞中分屬了不同的輯部。

三、廣五代教爐詩文用輯錯結

綜上所接 3 在我們考求的對象中，王詩三多為如唐時期的詩作多變文和曲子詞大部份

是中晚庸的作品多文顱跨度較大。故我問在歸納特數時讓f東輯對會比較輕略。聽五代敏

:憧詩文用韻的主要特敏如下:

1 、魚與虞模合為一部 1 謊攝尤候唇音字大部分轉入魚模。禮攝轄魚處模三韻， r過

攝虞模二韻的同用多從初唐封晚唐都沒有倒并:敢與虞、摸烏有一體趨向合流的過程J6

(李嘉昌 1989) 。李考察唐代詩人用器，三韻間罵的在初庸僅在王維詩中出琨兩側:聽唐

才闊論成為一種韓勢。流攝響音轉入選攝在語音史上t且是合元八世紀對九世紀台發生

前背變現象。而在教蟬，文獻中，魚虞模早就突破時興限制同舟。流攝唇膏也大部份轉入

攝攝。

2 、文脂之犧合為一部，且齊韻字也在晚唐與其合併。11:.攝包指支暗之微閻部， <廣

官房規定前三部同舟，做獨用。教盤文獻是由部同甫的。根據庸作藩的考查，繭攝翱押的

倒于在中曉唐議不是餾另1I現象。且在更曉的時時襄?由於兩攝各自海部諸韻趨於合謊，

三毛音漠變得比較接近J 7 ，蟹攝齊(祭廢}部轉入11::攝，與其合混為一部。蔣考察在王詩中

5 蔣冀騁:(近代漢語發言真研究州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會 1997 年，第 1 版) ，豆豆划。

已 主乎聽昌， (過攝鎖在唐代的演變) , <:油頭大學學報圳人文科學版)第 4期(1989 年) ，資駁。

7 廢作講: (唐宋閱庄、蜜之構的分令) ，較廣作濤:(漢語史學發與研究) (北京 商務印早餐館， 2001 生f'

第 1 版) ，資 137 0 



2005 年 9 月第九期 47 

齊韻字作韻鸝i共出了?首，其中與文微部和灰暗相押各三音。劉練工人也統計在押「支脂

之徽J 的 64

苗頭。

?齊與支微部押韻的了 3 首。證明齊在當時已有了向文微方面轉變的

3 、元帥脫離魂痕與先他合餅。上古音系中元韻字多在寒部，育處癱在文灘。中吉音系

可廣音勢規定元痕魂問題多王力考察南拉輯持人用韻也證嚼了境一點。經主詩中元議出現

的兩皮書吾與她聽賴持，表贊元建痕三者的忍不再i可屬-~胃韻器。變文與曲子認元韻都與

先位禮用。

寺、汀，擺漸從東鑑部過渡到陽唐部。「話:韻在南北朝時代屬冬郁，到了階唐時代，脫

離了冬部用獨女租來，但是還沒有和陽膺合流戶， {f!{也也承認南北朝詩歌中有江陽唐罔

用的倒予。主持中紅的用法很複雜，同時與攏攝和右攝相押。從自現的七吹來看，捍通

攝的多1ft者擒，故我們在玉詩韻部中把、江歸入東鑑部。但從語言發攘的角度考慮多籠高

挂朝起初唐亨再對中晚唐，江攝逐難與擺擺分籬，最接與若攝合靜。變文與鹿子詩中的

需囂，情還麓是隸韌。

5 、庚耕椅背(蒸發)通擇。《廣韻》規定前三三韻間用，青獨用。王詩、聽文、曲于詞中

四韻皆詞用，有I見迪是敦煌地區的共同特點。劉陳認為根據入聾陽麥與背錫的分立把庚

耕與清青也分闕，太攝相混於系統性原則。燕啥都在五詩中與庚清部輝是增強分明的。

變文中兩部盤是聽刑，但也已經出現了過押的例子，顯示出合悍的鱷勢。張鑫泉在歸訥

曲子音是韻吾吾時把六議會為一頡，但並未提血有力證攘 c

6 、入聲韻篤鵲籍?詩變。都輿富考察玉詩中存在韓入過持 (-t與 -p 、“甜的餅子。立不

詞韻尾的入聲韻也存在混屑。變文和曲子詞中站轉現象說更普遍。如舍棄與丹醉、質物

的通擇，且覺鑼、質物典主義蠅、昔蜴、職德、丹薛塌神，甚至可以出現大雜糟的局樹。

f相近入聾混葉，說明，不向入聲趨於1昆同 o J 9 

7 、 -m閉口韻的消樂。閉口韻是指以 -m 收閥的俊釋、軍添兩韻部。

-n尾相押的有問側。用大璞在變文中也發現了侵尋慧與翼文、庚青、蒸聲、

押的研i于。由于諧的侵韻tB是鶴用的器、莓， {I詮「在校類、接類裳吾吾看至3

合以上零星倒證多 -m躍的潛變是不爭的事實。

參考文獻:

爛的結典

、東鐘通

。 10 鎔

都興宙: <王梵志詩用 ，(蘭州大學學始，第 1 期 (1986 年) ，頁 12卜126 0 

時 主力:(漢語語音史)> (北京:中除社會科學出級社會 1985 年，第 i 級) ，豆豆 216 0

9 5授主設泉﹒〈敦煌曲子締周韻母~) , <杭州大學學報}> ，第 II 潑潑 3 期 (1981"芋 9月卜頁 111 0 

10 I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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